
第１４届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年会综述

冯 玫　姜 磊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１４
届年会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河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承办，年会的主题是“发展、制度与民生”。

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实质

１．制度与经济发展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程民选

分析了公民财产权利、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公民财产权利确立对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积

极作用，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湖南大学陈乐一、李
玉双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对

经济增长 稳 定 性 的 影 响。他 们 的 数 据 处 理 结 果 表

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不断提

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顺次增强，并且发现不断提高

的市场化程度促进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国家检察官

学院朱全景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司法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就需要加快存量改革下的中

国法治进程与司法调解。

２．收入分配问题。中央编译局李惠斌研究员分

析了当前出现分配问题的历史原因、马克思分配理

论中的三个历史性难题、劳动产权概念的哲学基础、
劳动产权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而指出活劳动参与分

享企业利润，能够解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问题。劳

动产权模式与现有的工资奖金制度结合，成为真正

的按劳分配模式。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分析了中国

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现状、问题及对策，通
过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面临一些重大问题的考

察，指出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现

状及由此导致的后果。南京社科院唐启国教授分析

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按劳分配制度”实现的

因素，认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级差收益、产业结构

和垄断是影响“按劳分配制度”实现的主要因素。南

开大学姜磊、曾亚伟分析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与经

济增长 之 间 关 系，并 运 用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和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

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反周期特点，但这一结论并不

显著。

３．就业与民生问题。山东财经大学耿嘉川认为

新劳动法的实施会造成劳动要素价格的上升，引起

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以及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而

要素的流动会影响行业工资差异，因此新劳动法会

导致行业工资差异的变动。南开大学郭金兴应用直

接估算法估计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

的数量和结构，发现近些年来我国剩余劳动的数量

在迅速减少，占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也不断下

降。剩余劳动的结构性变化表明刘易斯转折已经到

来。同济大学林善浪研究了社会资本、劳动权益保

障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识别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因素。河北师范大学冯玫等从教育、住房、医疗卫生

和就业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民生状况，借鉴发

达国家、新兴经济体、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发

展中惠及民生的国际经验，从政府、企业、民众三个

主体出发探究我国民生建设的可行性路径。北京工

商大学徐振宇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症结已

不在于农业、农村和消费本身，而在于整个经济体制

和行政体制。因此，必须把促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

的健康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放到更广阔的社会

体制，甚至全球大趋势和大背景中去考虑。江苏技

术师范学院张晓忠等分析了低碳全球化发展趋势下

的民生保障问题，低碳经济的两个层面，即经济效率

与公平福祉既是统一、促进的关系，同时又是矛盾与

冲突的关系，因而，低碳全球化发展实践中民生问题

将会出现困境，走入误区，甚至将有可能导致对弱势

群体民生保障的缺失。

４．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

授指出，我国有关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定义并没有

反映出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到现在已逐

渐清晰的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为核心的“第三次

工业革命”对工业化道路的巨大影响，我国在第三次

工业革命主导部门上的思路仍然企图通过演化经济

学家佩雷斯所谓“第一种机会窗口”渐进地应对这场

革命，这也就是仍沿袭所谓劳动力成本低廉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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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老路，因此，中国在第三次工

业革命中将很有可能痛失与美日欧并驾齐驱甚至超

越他们的历史性机遇。

５．区域发展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李家祥教授认

为现阶段应从务实的视角审视天津滨海新区如何更

好与环渤海区域合作。滨海新区基于此思路参与环

渤海区域合作应把握“理想目标与立足现实结合”、
“重点突破与全面谋划结合”、“把握全局与兼顾局部

结合”、“快见成效与分步实施结合”的基本要求。东

莞理工学院邓宇鹏分析了由于地形的特点，使东莞

的东、中、西部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布局，也导致了在

下一轮发展中各自的功能不同。韶关学院李春才分

析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指出实施区域均

衡发展，实现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均衡发

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都很多，关键是要找出科

学发展的路径。

６．金融发展问题。贵 州 财 经 大 学 罗 天 勇 指 出

２００８年以来的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是 西 方 发 达 资 本 主 义

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通过追求虚幻利润导致的产

业高级化，催生泡沫经济而形成的，国家操纵货币发

行，促成货币价值尺度功能的弱化，导致发展中国家

生产低利润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高利润产品及

服务业的发展的高端化，形成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

局。浙江财经学院项后军等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分

别对房价和股价做出反应，但通胀预期在不同的反

应中所起的作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

容忍房价上涨；货币政策对房价作出正向反应，且随

着通胀预期的不断攀升反应强度逐渐增强。西南财

经大学刘志 文 以 农 地 流 转 的 金 融 激 励 机 制 为 切 入

点，总结了国内外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金融激励机

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农地流转金融激

励机制的政策建议。哈尔滨商业大学李娟、周正对

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

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具有长期的正向关系，银行

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金融稳定，银行业结构对

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稳定性特征的结论。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方向

１．经济发展与转型方式的转变。辽宁大学黄泰

岩教授在总结和回顾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趋

势预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高速

增长是在城市化率达到７０％以后才结束的，中国的

城市化率刚超过５０％，这就决定了中国还有很大的

高速增长潜力，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化、工
业化、信息化，从而至少还能保持１０年以上的高速

增长。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认为，随着中国从刘易

斯阶段进入后刘易斯阶段，住宅、汽车、教育产品和

医疗服务产品在消费品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这导致住宅建筑、汽车制造业、教育产业和医疗服务

在新的产业结构中迅速发展成为主导产业，这就需

要大力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河北师范大学杨欢进分

析了美国知 识 经 济 兴 起 对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启

示，认为高度开放包容的社会、自由而富有弹性的市

场经济体制、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拓荒创新的

民族精神、巨额的投资和最为庞大的教育、科学技术

存量与流量，是有利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复杂的社会

经济系统，我国应从中得到启示和有益借鉴。南开

大学何自力指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服务

经济或后工业时代，经济陷入持续性衰退和危机，各
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深刻认识这一新情况，对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南开大学乔晓楠、张欣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经济

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及其协同性在经济增长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差异。河北师范大学刘刚从

民生视角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我

国农业发展方式要由生态环境损耗型向可持续生态

友好型转型，由资源过度消耗型向现代低碳型转型，
由单一功能型向多功能型转型，由小规模家庭经营

向适度规模社会化经营转型，由农业经营收益分配

失衡型向农民合理分享型转型。福建师范大学郭铁

民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民营企业面临新产业革命，
民营企业要进行多向度创新。浙江师范大学刘励敏

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势必彻底改造传统小农

经济细碎化的土地经营方式，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

营，以推进农业的绿色发展。

２．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湖南大学刘茂松教授

在鲍莫尔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可竞

争市场理论，为政府反垄断规制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西南财经大学袁正认为当前争论很大的所谓国进民

退只是局部性、阶段性的国有企业扩张，在整体经济

层面上，数据显示并未出现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

是市场机制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的局部性扩张符

合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调整要求。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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